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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我国女性就业比例增高 , 就业模式发生了变化 ,

尤其是流动女工 , 面临严重的职业危害 , 给自身健康和生殖

健康带来危险。分析流动女工的职业危害特点 , 研究控制职

业危害对策 , 有利于保护女工和下一代的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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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 ,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

加灵活 、 短期和兼职化 , 劳动力迁移日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

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, 妇女在劳动力迁移中已上升至

50%[ 2] , 其中大多数是农村育龄青年 , 15 ～ 24岁青年妇女多

于同龄男性 , 她们是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主要承担者 , 这种就

业形式的妇女大多为缺乏劳动权利和健康权利的弱势群体。

同时女性本身具有的健康脆弱性 , 使得妇女在劳动过程中更

容易受到健康损害。

1　中国流动女工的职业健康现状

调查显示 , 流动女工承担更多的健康风险 , 大多数条件

恶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一线工作主要由女工承担 , 女

工超过 70%, 如制鞋厂 、 服装厂和皮鞋厂 、 纺织行业 、 电子

行业等。存在工作强度大 、 工作时间超长 、 工作条件恶劣 、

职业危害严重 、 缺乏劳动保护等问题 , 她们往往需要付出比

男性更沉重的代价 , 如个人健康 、 家庭生活 、 养育子女等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 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, 女职工劳动安

全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, 侵犯女职工健康权利的案例大多集中

在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。抽查的 27个省市的 3万余家企业 ,

女职工有 300余万人 , 主要从事煤矿 、 建筑 、 化工 、 皮革制鞋

等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 [ 7] , 接触粉尘、 有毒有害化学物、 高

温 、 低温冷水 、 噪声等职业危害因素 , 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缺乏

应有的劳动防护措施 , 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的劳动合

同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, 社会保险不到位 , 企业不能定期为女

职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和建立相关的职业健康档案等。

流动女工由于择业机会少 、 生活负担重 , 大多从事存在

职业危害的低层次工作 , 工作环境与条件恶劣 , 罹患各种职

业相关疾病的风险更大 , 需要特别关注 。北京市通州区对 987

例外来流动妇女调查发现 , 20 ～ 40岁的流动妇女生殖系统感

染的患病率达 85% [ 10] 。对于女性流动工人而言 , 苯中毒可能

是最常见的严重职业病 , 一些服装 、 制鞋和箱包工厂使用苯

浓度严重超标的粘合剂所致 , 北京 、 河北 、 浙江 、 福建和广

州都报道了为数众多的苯中毒者 [ 11] 。

有关调查显示 , 我国的职业卫生服务覆盖率低 , 总体不

足 10%, 流动人员不足 5%;公平性欠缺 , 主要表现在不同

地区存在差别 , 不同行业及不同佣工方式的职工间存在差

别 [ 11] , 男女性别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。流动女工是我国职

业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最薄弱环节 , 其职业健康问题集中

反映在以下几类问题上。

1.1　女职工的公平劳动权利受到侵害 , 女性就业困难 , 大多

从事最艰苦 、 最繁重 、 健康风险最大的工作;有的从事职业

禁忌的作业 , 由于接触有毒有害因素 , 对自身健康与生殖健

康造成损害;职业病 、 恶性肿瘤 (如宫颈癌 、 乳腺癌)、 工伤

等发病率较高;流动女职工的四期保护得不到落实 , 尤其在

孕期和哺乳期接触职业危害因素 , 导致自身及子代健康受到

损害 [ 5] 。

1.2　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, 女职工劳动时间过长 , 工作任务

过重 , 导致慢性疲劳综合征;易出现扭伤 、 拉伤 、 腕管综合

征 , 关节及腱损伤 , 骨骼肌肉损伤。美国 CDC数据显示 , 女

工肌肉骨骼损伤的发生率大约为 52%, 男性约为 45%。

1.3　职业应激 , 调查显示 , 60%的职业女性感到工作压力

大 , 女性发生职业应激水平有关的疾病近乎男性的 2倍。许

多工作条件给妇女造成的压力远远超过男性 , 如过重的工作

量;对工作的控制程度 , 角色模糊与冲突 , 工作场所不安全

因素 , 工人之间或与监管人员紧张的人际关系 , 工作空间狭

小 、 工作内容单调 , 家庭和工作关系的平衡问题等都给女性

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。长期的工作压力与心血管系统疾病 、

胃肠道功能紊乱和溃疡 、 焦虑 、 抑郁 、 自杀等问题有密切的

关系 [ 8] 。

1.4　非传统就业模式使女性面临更多的健康与安全风险 , 如

工作场所暴力 、 感染 、 性别歧视 、 性骚扰等 , 常常使女职工

身心遭受严重损害。 某些新的工位只有适合男性使用的个人

防护用品与装备 , 女性得不到有效的防护。

2　影响流动女工健康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

流动女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制鞋 、 纺织 、 印刷 、 家具 、

玩具 、 箱包 、 皮革等加工制造业 , 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

业。职业危害因素对于女性的健康影响有其特殊性 , 除了一

般的健康损害 , 还可影响女性的生理与生殖机能。研究表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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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的职业与子代恶性肿瘤及多种疾病的发病率有关 , 如孕

期接触苯和农药等 , 其子代急性淋巴细胞及非淋巴细胞白血

病的发病率均有增高 [ 6] 。

2.1　粉尘　流动女工因长期吸入粉尘致尘肺 、 支气管哮喘等

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女性。粉尘还易引起阻塞性

皮脂炎 、 毛囊炎等影响女性外观的皮肤疾病。

2.2　生产性毒物　接触铅 、 汞 、 锰 、 铬 、 苯 、 甲苯 、 二硫化

碳 、 氯仿 、 二甲基甲酰胺 、 己内酰胺的女工 , 月经异常的患

病率显著增高 , 且随接触浓度的变化呈现剂量 -效应关系 [ 3] 。

女工孕期接触铅 、 苯系混合物 、 二硫化碳 、 氯丁二烯 、 抗癌

药等 , 有使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病率和自然流产率增高的

危险;女工孕期接触苯 、 甲苯 、 二甲苯 、 甲醇等有机溶剂 ,

汞 , 子代先天缺陷发生率显著增高。

2.2.1　苯以蒸气形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, 短时间吸入高浓度

或长期吸入低浓度的苯蒸气均可导致健康的损害 [ 3] 。女性对

苯及其同系物危害较男性敏感 , 接触苯 、 甲苯 、 二甲苯可表

现为月经异常 , 孕期接触可使妊娠并发症的发病率增高;甲

苯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 , 导致胎儿先天缺陷或自然流产。

2.2.2　女性劳动过程中接触铅烟或铅尘 , 除了导致以神经 、

消化 、 造血系统障碍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以外 , 对生殖机能 、

胎儿 、 婴幼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。铅可影响女性卵巢功能

及性激素的分泌;铅可以穿透胎盘屏障 , 对胚胎和胎儿产生

毒作用 , 使自然流产和早产率增高;铅可通过乳汁分泌 , 通

过哺乳导致婴幼儿发育迟缓及智力低下;铅还可在母体内蓄

积 , 并长期存留体内 , 而在其怀孕时游离出来 , 发挥毒作用 ,

并通过胎盘传给胎儿 。

2.2.3　汞也可由胎盘或乳汁转运 , 影响胎儿和乳儿发育及神

经功能。甲基汞是已经证实的人类致畸物 , 如 1953年日本水

俣湾废水污染及 1977年伊拉克的谷物污染 , 造成子代先天性

甲基汞中毒 , 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畸形和功能障碍。

2.2.4　接触二硫化碳的女工可出现卵巢内分泌机能障碍 , 影

响性激素的分泌 , 还可出现提前绝经和不孕现象;孕期接触

可使自然流产率和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病率明显增高。二

硫化碳有胚胎毒性 , 可增加新生儿先天缺陷危险性 , 如先天

性心脏病 、 腹股沟疝及中枢神经系统缺陷等 [ 4] 。

2.2.5　胶粘剂的主要毒性化学成分有苯 、 甲苯 、 二甲苯 、 正

己烷 、 三氯乙烯等 , 可引起职业中毒和严重疾病;妇女 “四

期” 及患有严重妇科疾病者不宜从事胶粘剂作业。

其他如镉 、 汽油等毒物也可使女性月经异常 , 并可通过

胎盘屏障进入胎儿组织 , 导致新生儿死亡或先天缺陷发生率

增高。三硝基甲苯可引起月经障碍 , 新生儿体重低 、 出生缺

陷及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等。

2.3　物理因素

2.3.1　接触高强度噪声的女工 , 通常表现为月经异常 , 包括

痛经 、 月经量过多或过少 、 月经周期延长 、 缩短或不规则等 ,

且损害程度与接触强度有关。女工孕期长期接触高强度噪声

(如 100分贝以上), 可使孕妇出现妊娠恶阻 、 妊高征 , 低出

生体重儿的发病率和自然流产率增高 [ 9]。

2.3.2　全身振动对妇女月经机能有影响 , 如经期延长 、 痛经

等;孕妇接触全身振动 , 其自然流产率及早产率明显增高;

妊娠中毒症 、 新生儿体重偏低者较多 , 影响胎儿呼吸 , 导致

流产率 、 早产率增加。

2.3.3　高温与婴幼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有关 , 会导致子代先

天缺陷或发育异常。妇女蒸发散热量 、 体液含量 、 心输出量

都低于男性 , 因而对热的耐受性较低 , 易受高温作业环境的

不利影响 , 使女性生殖机能及胚胎发育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2.4　人类工效学及其他因素

繁重的体力劳动 , 女工搬运重物等 , 可使腹压增高 , 导

致肌肉骨骼损伤以及盆腔淤血 、 月经过多 、 阴道及子宫脱垂

等。长时间不良体位或连续单调重复的操作 , 可引起腹压增

高 、 盆腔淤血 、 月经不调 、 痛经和腰酸背痛。

同时 , 女性接触生物性职业危害因素的机会也比男性多 ,

可发生感染 、 过敏反应等。

3　我国保护女工的法律 、 法规 、 规定

1988年 , 国务院出台了 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》, 要求

“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单位 , 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” 。同时

规定了女职工在月经期 、 怀孕期 、 产期 、 哺乳期禁忌从事的

劳动。

1990年 ,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 《女职工禁忌劳动范

围的规定》 , 确定了女职工日常和 “四期” 中禁忌从事劳动

的范围 , 包括矿山 、 井下 、 高空 、 有毒害环境等地方的作业。

1992年全国人大颁布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

法》 规定 , 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 , 依法保护妇女在

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 , 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

作和劳动。

1993年卫生部 、 劳动部 、 人事部 、 全国总工会 、 全国妇

联联合颁布了 《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》。

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《劳动法》 也

对女职工特殊的劳动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

2001年颁布了 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(2001— 2010年)》。

这一纲要包括妇女与经济 、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、 妇女与教

育 、 妇女与健康 、 妇女与法律 、 妇女与环境六大领域的 34项

主要目标和 100项策略措施 [ 1] 。

2008年 1月 1日 《就业促进法 》 颁布实施 , 提出妇女享

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, 随后出台的相关配套规章 , 将把

“保障公平就业” 等原则性的法律条文细化为 “哪些岗位不

适合妇女” 等可操作性条款。

4　对策与展望

女性肩负着物质生产和生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 , 妇女劳

动过程中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身

的身心健康 , 还影响到她们的家人和子女的健康 , 影响整个

社会的生活质量。因此 , 保护女性职业健康应当得到全社会

的共同关注 [ 2] 。 1994年 , WHO提出 “人人享有职业卫生 ”

的倡议 , 要求保证世界上所有工人 , 不分年龄 、 性别 、 民族 、

职业 、 就业形式或劳动场所的规模或位置 , 都应享有职业卫

生服务。目前 , 我国在推行职业卫生服务方面仍然面临艰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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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挑战 , 要保障每一位流动女工享有职业卫生服务 , 保护女

职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殖健康 , 需要政府 、 企业 、 公共卫生部

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[ 5] 。

4.1　营造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 , 使流动女性有一个相对稳定

的工作岗位 , 减少频繁流动带来的压力;改善工作条件和生

产工艺 , 为女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空间和操作平台;合理安

排作息时间 , 避免超时超负荷劳动;加强劳动防护 , 减少职

业病及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生。

4.2　加强政府的监管 , 落实国家有关女工保护的政策 、 规

定 , 避免女工从事存在严重职业危害以及职业禁忌的作业;

对于在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行业与岗位工作的女工 , 要重点

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, 动态观察她们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 、 健

康损害 , 以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。

4.3　改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 , 在公平劳动的基础上 , 有重

点地保护流动女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劳动健康。

4.4　大力开展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, 提高女工自我保护意识与

技能 , 主动保护自身的健康;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岗位 , 开展

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 , 降低工作过程中的健康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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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中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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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结合工作实际 , 对目前开展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

中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进行思考 , 提出见解 。目前 , 职业卫

生调查在内容 、 人员结构 、 时机 、 检测方法等方面均有待规

范和完善 , 提高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对增强职业病危害评价

的客观性颇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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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是由具有资质的评价机构对

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、 危害程度 、 健康影响 、

防护措施及其效果等进行预测性卫生学评价 (预评)和综合

性卫生学评价 (控评), 职业卫生调查是评价工作的必要环节

和重要手段 , 现结合工作实践 , 对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控制

工作谈几点见解。

1　调查内容

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和技术导则对职业病危害

评价的类比调查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现场调查 、 现

场检测 、 体检等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。这些调查基本上属于

职业卫生调查的范畴 。为阐述方便 , 将调查内容梳理如下。

1.1　职业病危害因素

通过工程分析 、 类比或现场调查 , 结合实践经验识别或

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、 性质;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

时空分布;检测劳动者的接触水平等。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

查是最基本的内容 , 从质量控制而言 , 凡经筛选确定作为评

价因子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定要了解其时空分布并检测其接

触水平。但在现实中 , 往往存在识别或确定了职业病危害因

素并将其作为评价因子后便无下文的现象 , 其评价结论的可

信性可想而知。

1.2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

对拟或已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调查是职业卫生

调查的重要内容。防护措施即防护对策 , 包括了硬件的设施

和软件的措施 , 涵盖了选址 、 工艺 、 布局 、 建筑卫生学 、 卫

生工程技术 、 个人防护 、 辅助用室 、 应急救援 、 管理等九个

方面的内容。这些内容都应是评价的主要内容 [ 1] 。但在现实

中 , 有的评价机构往往只注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查 , 而疏

忽了其他内容 , 尤其是对工艺 、 建筑卫生学 、 卫生工程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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